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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联动

　　物业纠纷涌现，已成为影响城市基层社会

秩序与市民“获得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化

解小区的物业纠纷，维护居民生活安宁和小区

和谐稳定，成为社区治理中亟待破解的课题。红

旗区法院从涉案小区平均缴费、成诉率和败诉

率等情况入手，绘制成物业纠纷分布图，运用

红、黄、绿三种色彩标准划分小区，实施“一色一

策”：“红色”小区矛盾多发，业主对物业服务质

量不满，需要加大治理力度；“黄色”小区则需要

动态跟踪适时引导；“绿色”小区是最终的治理

目标，需要提炼经验、复制推广。

　　红旗区法院经实地走访调查发现，“红色”

小区多数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意，业主和物业

公司之间的对立情绪严重。找到“病灶”后，红旗

区法院依托红旗区综治中心，协调城建、街道、

居民委员会、水电热力等相关单位形成联动机

制，扩展纠纷化解链条。

　　某小区房屋漏水、外墙瓷砖脱落，业主向物

业公司反映，却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大批业主

拒缴物业费，业主与物业公司对立情绪严重。红

旗区法院邀请住建、物业公司、开发商、业委会、

业主代表坐在一起协商调解，承办法官通过释

法析理，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业主同意补交

物业费用，物业公司配合协助找开发商限期解

决漏水、瓷砖脱落等问题。

　　一小区因业主拒交物业费而产生大规模物

业纠纷，涉诉业主多达483户，红旗区法院将其

中一户业主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通过“示范诉

讼+多元调解”解决纠纷问题。法院判决后，人

民调解员及时跟进调处，多数业主接受调解，实

现“审理一个、调解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

　　“电动车能不能在楼道里充电？物业公司应

该尽到怎样的提醒义务？”红旗区法院挑选有典

型意义的案件，到小区内开展巡回审判，邀请小

区居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现场观摩。同时

采用“庭审+普法”的模式，由审判法官现场答

疑，讲解典型的物业纠纷案例，为业主普及法律

知识，起到以点带面的辐射效果，提高业主和物

业公司的法治意识。

及时化解

　　2014年，某小区业主韩某家里刚装修好，地下

室就遭水淹，损失较大。经过协商，原物业公司负

责人口头承诺，暂不用缴纳物业费，但并未签订协

议。2024年，物业公司负责人更换，要求韩某补交欠

费。双方因此产生纠纷，物业公司将其诉至法院。

　　在法院调解下，双方各让一步，物业公司减

免业主部分物业费，业主一次性补缴剩余欠费，

承诺今后不再以此为由拒缴物业费。

　　红旗区法院将成诉率介于业主总数的1%-

5%之间、上年度败诉率不高于成诉案件的10%

的小区标记为“黄色”。这类小区虽未产生大规

模集体诉讼，但小区内仍不时产生纠纷。红旗区

法院把梳理出的相关情况通报给红旗区综治中

心，区综治中心分区域指定调解员为小区定向联

络员，联络员对物业公司服务管理实施动态跟

踪，督促物业公司提升管理水平，同时通过定期

实地走访和线上交流，向居民了解小区动态，捕

捉到矛盾纠纷后及时分析研判，及时进行化解。

　　2024年12月1日，红旗区综治中心集中约谈

25家物业企业负责人，红旗区法院相关负责人

通报物业纠纷案件立案、调解和审判情况。当

月，法院收录物业类案件527件，案件调解成功

率达67%，得到物业公司和业主的认可。

源头预防

　　“真是太感谢咱们的调解员了，为我们物业

公司成功化解了多起物业纠纷起诉案件，还促

使200多户未起诉的业主主动缴纳物业费……”

1月22日，某物业公司负责人专程来到红旗区综

治中心表示感谢。

　　某小区部分业主以未入住为由拒绝缴纳物

业费。调解员田文生上门了解到，业主对物业公司

的管家态度、保安服务礼仪等比较满意，但因为未

入住而产生心理不平衡。他释法说理解开业主

“心结”，矛盾成功化解。

　　“我们划分的‘绿色’小区，业主总体上对物

业服务比较满意，绝大多数业主能及时缴纳物

业费，如果发生物业纠纷，由调解员调解，调解

不成则进入诉讼程序，由速裁团队进行快速审

理并判决结案。”吴俊喜说。

　　针对“绿色”小区的治理经验，红旗区法院

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与区综治中心、区住

建局建立联席会议、信息通报交流等制度，并就

物业服务问题多次与市住建局、市物业协会商

讨深化物业服务类案件的治理，健全完善物业

纠纷化解机制，从源头预防物业纠纷，实现社区

治理常态化和规范化，全面推进平安社区建设。

  图① 人民调解员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到涉

案小区了解物业管理情况。

  图② 人民调解员对物业纠纷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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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一策”：打造平安社区好抓手
新乡红旗区法院探寻物业纠纷治理“最优解”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韦德涛 宋福蕊

　　

　　“2024年，物业类纠纷收案3469起，

调解成功3201起，调解成功率提升至

92%，最大限度将物业纠纷化解在前

端。”2月6日，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

法院院长吴俊喜指着手头的一组数据向

《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

　　红旗区法院辖区内有141个住宅小

区和43家物业公司，过去，涌入法院的物

业类纠纷让办案法官不堪重负，给社区

治理带来很大难度。2024年以来，法院依

托区综治中心，聚力联动解纷，探寻物业

纠纷治理“最优解”。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马金顺

　　

　　“法官提出的针对性建议非常细致，有助于

我们完善公司制度，防范涉诉风险。”在2024年4

月召开的“法治体检进企业 司法助企零距离”座

谈会上，看完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发出

的首份清单式企业法治体检表后，某参会公司负

责人当场表态，一定会对照法官建议，完善管理制

度，做好风险防范。

  从探索清单式体检表到创新全省首家信用修

复工作体系，从制发全市首份“133”金融类借款合

同法律提示书到探索建立“四预”执行工作机

制……2024年，鄠邑区法院坚持前端重预防、中

端提质效、末端优治理“三端齐驱”“全链条”服

务辖区企业，以优质高效的审判活动，跑出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加速度”。

前端：出实招求实效

　　“上周刚‘点单’，希望系统学习企业合同订

立的法律知识，没想到这周法官就给我们送来

了线上‘法治大餐’，真是收获满满！”听完由鄠

邑区法院法官讲述的线上法治课后，西安高新

区科技企业加速器某科创公司员工说道。

　　为切实提升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意识与能

力，鄠邑区法院从“法院思维”向“企业视角”转

化，聚焦企业实际需求点，创新实践出“线上线

下一体化”企业风险防范化解体系，多角度为企

业出实招求实效，助力企业良性发展。

　　为提升线上“对症开方”便利度，鄠邑区法

院紧抓数字赋能，结合园区实际，在西户科技企

业孵化器设立“共享法庭”和秦创原法律服务

站，通过定期开展“共享课堂”线上普法、答疑，

“法治体检”，云端纾困解难等常态化司法服务，

助力园区企业健康发展。

　　为提升线下“把脉问诊”精准度，鄠邑区法院

通过分析总结所审理的辖区近5年涉企案件中反

映出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共性+个性”风险

点，创新制定包含合同签订常见风险点排查、实体

问题类、程序问题类等5大类38项“体检指标”的清

单式体检表，对企业经营合同、劳动用工、融资活

动、安全生产等方面事项进行风险评估，提出针对

性、专业性意见，向企业反馈书面体检结果，并联

合企业主管部门督促相关企业及时整改。

　　2024年以来，鄠邑区法院共对80家企业开

展“法治体检”，整理并向企业反馈个性化防范

建议260余条。

　　不仅如此，鄠邑区法院还通过出台司法惠

企十项措施、邀请企业代表开展“法企恳谈会”、

创新发放保险合同、企业用工合同等相关合同

领域法律风险防范告知书等方式，拓宽司法服

务范围和形式，帮助企业有效预防风险。

中端：“程序+实体”实现互利共赢

　　“多亏了法院这么快为我们执行回来300多

万元欠款，谢谢你们。”近期，经营保温板等建筑

材料的王先生将一面锦旗送到了鄠邑区法院办

案法官的手中。

　　为防止涉诉企业被拖“瘦”、拖“垮”，鄠邑区

法院始终把推动涉企案件“程序+实体”全方位

提质增效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切口，切实

以高质量审判服务高质量发展。

　　为不断优化和提升涉企纠纷化解效能，鄠
邑区法院在辖区4个人民法庭推行“立审执”一

体化，让企业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实现财产保全、

达成调解、申请执行等诉讼服务，尽快兑现胜诉

权益，减轻企业诉累。

　　针对金融等重点领域，鄠邑区法院总结辖

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特点，创新“要素式”

起诉状，全面适用“要素式”裁判文书，压缩诉讼

时间，有力推动高效解纷效能再释放。

　　“除了程序上的快立、快审、快执，我们在案

件实体办理过程中，在平等保护双方合法权益

的基础上，也会加大调解力度，灵活适用分期履

行、分批分段解封的‘滚动解封’、探索建立‘四

预’执行机制等方式‘放水养鱼’，最大程度实现

双方互利共赢。”鄠邑区法院法官张云说道。

　　据介绍，为最大限度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

益，鄠邑区法院创新建立健全“预拘留”“预罚款”

“预失信”“涉嫌拒执犯罪预告”，即“四预”执行工

作机制。以预留空间的方式，通过法律文书的形

式向相关被执行人、协助义务人发出“惩戒预

警”，若相关责任人在法院指定的时间内配合执

行，则不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进行实质处罚。

　　截至目前，以“四预”机制促使被执行人主

动履行案件36件，主动履行金额552万元。

后端：消隐患防漏洞

　　“感谢法官给我们提出这么多的建议，我们

一定会根据建议好好完善俱乐部的相关经营管

理制度。”2024年3月18日，鄠邑区法院法官为辖

区3家涉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件的

马术俱乐部送去了司法建议。

　　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行业领域存在

的监管漏洞、风险隐患，鄠邑区法院积极延伸审

判职能，通过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等制发司法

建议，努力维护行业市场健康秩序。

　　为精准掌握企业法治需求，改进司法服务

质量，鄠邑区法院还认真贯彻落实案后回访制

度，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询问等方式，进一步做

好判后答疑工作。

　　为引导企业及时纠正失信行为、重塑信用，鄠
邑区法院发布关于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有关事项的

实施办法，在全省率先建立信用修复工作体系。

　　“我们在严惩失信行为的同时，通过对符合

条件的被执行人发出信用修复证明，激励被执

行人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并及时为主动履行法

律文书义务的涉案企业屏蔽失信信息，帮助企

业擦除‘信用污点’，助力企业发展。”鄠邑区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刚说。

　　工作中，鄠邑区法院了解到很多企业失信

是因为对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的后果缺乏认

知，于是，该院在原先信用修复体系基础上，积

极探索建立“三书一促”（即《不履行法院生效法

律文书风险告知书》《自动履行证明书》《信用修

复证明》和《执前法院督促履行告知书》）制度，

努力消灭“失信”隐患。

　　2024年，鄠邑区法院曾向56名未纳入“失

信”名单的企业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依规为

85名曾纳入“失信”名单的企业出具《信用修复

证明》，助力20余家企业获银行贷款750余万元，

30余家企业成功参与招投标，实现涉企执行案

件同比下降41.26%，“失信”企业同比下降6.27%。

  图① 鄠邑区法院法官在共享法庭为企业

介绍《信用修复证明》相关机制。

  图② 鄠邑区法院为西户科技企业孵化器

内科技企业介绍法院“要素式”起诉状。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供图  

前中后三端齐驱“全链条”服务
西安鄠邑区法院跑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速度”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廖小燕 方来能

　　

　　地处福建省戴云山脉西麓的大田县人民法院建设法庭下

辖5个乡镇83个行政村，其中有55个行政村地处偏远山区，东西

纵横上百公里，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山乡法庭”。

　　大山里的法庭，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也是安定宁静的守护者。

近年来，建设法庭立足审判职能，积极探索打造边界枫桥“跨域共享

法庭”“三融三和”调解法“诉联网通 云上纷清”等司法为民新路径。

2024年以来，法庭引导社会矛盾纠纷以非诉方式化解，诉前化解各类

纠纷23件，审结各类案件450件，努力让新“枫”景弥漫阡陌。

“边界枫桥”做优便民服务

　　“谢谢法官，多亏了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工作，让我少跑了好

多路。”近日，顺利拿到补偿款的永安市槐南镇村民罗某向建设

法庭表达了感激之情。

　　原来，罗某与同村村民方某、张某发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后罗某欲对方某、张某提起诉讼，但因其年纪较大，前

往永安市区不便，故到建设法庭寻求法律帮助。

　　受理该案后，建设法庭主动联系两地的司法所、村委会和

乡贤参与案件调解，从情、理、法等方面对当事人进行劝解。最

终，方某与张某当即支付补偿款给罗某，双方就此握手言和。

　　槐南镇距离永安市区90多公里，属永安市人民法院文创园

法庭辖区。而槐南镇与建设镇接壤，两地民众生产生活高度融

合，部分民事纠纷相互交织。

　　为了让群众享受更加高效、便捷、智慧的司法服务，建设法庭

设立“跨域调解中心”“跨域服务窗口”，积极探索跨域司法协作，破

解跨区域治理难题，为辖区及边界群众就近提供司法服务。

　　“跨域法庭是一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大田法院着力打造‘边界枫桥’式人民法庭，为

周边群众提供司法便利，两地的群众都欢迎。”建设法庭专职调解员吴联武介绍说。

　　2024年以来，建设法庭共牵头召开跨域联席会7场次，开展风险隐患摸排活动19场

次，源头化解各类风险隐患142起，诉前调解跨域纠纷69件，开展上门服务等75场次。

“三融三和”调出亲民温度

　　广平镇属建设法庭辖区，也是《二十四孝》编撰者郭居敬故里，孝亲敬老之风代代相

传。为了将“孝道”这一特色地域文化融入审判工作中，建设法庭创新推出“融孝道为源促

家庭和睦、融宗氏为脉促邻里和洽、融乡贤为范促乡村和美”的“三融三和”调解法。

　　“我年纪大了没有收入，老婆体弱多病没钱给她买药，儿子也不管我们，真没

法活了！”近日，年逾古稀的林某来到建设法庭，声泪俱下地向法官哭诉。

　　经了解，林某的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不尽赡养义务，林某无奈之下来到建

设法庭求助。

　　“赡养问题往往是家庭内部矛盾，简单一纸判决不能从根本上解开当事人的

心结，要从根源了解问题所在。”该案的承办法官表示。

　　庭审中，法官了解到，林某与两个儿子因多年前村中的修路问题产生分歧，至

今心结未解，导致儿子未按时给付赡养费。

　　“刻木为父母，形容如在时，寄言诸子侄，各要孝亲闱……”在向林某的儿子释

明赡养义务的相关法律规定后，法官又向他们讲述了“二十四孝”中刻木事亲的典

故，诠释“孝”的本义，并邀请了他们的舅舅及村里的调解员一同参与调解。经过大

家的不懈努力，林某与两个儿子就赡养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亲情也得以修复。

　　据统计，截至目前，建设法庭通过“三融三和”工作法有效解决纠纷32起，真真

正正实现了邻里、家事纠纷处理在法庭、调处在基层、解决在当地。

“云上解纷”跑出利民速度

　　建设镇的村民郑某与邻镇的高某做生意，对方却拖欠货款不给。数次催讨无

果后，郑某拨打了建设法庭的诉讼服务热线，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咨询。

　　“高某欠我货款不还，我要告他！但去法庭一趟很麻烦，我有事走不开啊。”郑某向法

庭工作人员抱怨说。

　　当工作人员向郑某建议可以使用在线服务平台参与诉讼活动时，郑某坦言：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不会用呀！”

　　了解这一情况后，法庭工作人员指导郑某就近到所在地的村委会，借助村委会现有

设备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与法庭连线进行法律咨询、视频调解等诉讼活动。

　　很快，法官顺利连线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线上调解，一场大额货款纠纷迅速化

解于萌芽状态。隔着屏幕，郑某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解决这个

事儿，真是太方便了！”

　　据了解，为解决辖区偏远乡镇群众的司法需求，也为解决大部分农村老人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导致诉讼不及时等问题，建设法庭依托综治视联网，搭建了覆盖

辖区83个行政村的共享网络平台。

　　一根网线、一块屏幕、一句“您好”，架起了法庭与山那边群众心的桥梁。“依托

共享网络平台，能将法庭司法资源和审判力量下沉到乡镇村居最末端，把智慧诉

讼、巡回审判、调解指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建设

法庭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庭长方来能介绍说。

　　据了解，该平台自2024年12月搭建以来，已通过线上接受群众法律咨询12次、

化解纠纷3起，调解指导6场次，法治宣传两场次，有力推动诉讼业务“一站办通”、矛

盾纠纷“一网解纷”。

  图① 跨域法庭联合化解一起涉高价彩礼纠纷。

  图② 建设法庭法官以“孝爱”说理，化解赡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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